
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35年创建孙逸仙博士纪念医学院。1938年退休。1942年1

月7日病逝于香港。

薛仙舟(1878—1927)

原名颂瀛，字仙舟。祖籍南溪村(今珠海市)。出生于扬州。金融家、教育家、中

国合作运动的导师。早年肄业于北洋大学法科。以官费游学美国，入加利福尼亚大学转

攻经济学。后赴德国学习金融和合作经济学。1914年起在复旦任教，宣传合作主义。1918

年任工商银行总经理。1919年创办中国第一个合作金融机构——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

行，这也是中国第一个有规模的信用合作社。1920年接办《平民》周刊，成为20世纪20

年代初中国宣传合作事业最重要的理论刊物。1927年6月起草中国合作运动的纲领性文

件《中国合作化方案》。同年9月不幸去世。

韦汝聪(1878—1944)

字树屏。香山县人，陆军少将。1878年生，早年随伯父到上海谋生，后考入江南陆

师学堂，1898年选派赴日本留学，入成城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第一期步兵科，

后入日本近卫步兵第四联队做见习士官，1902年3月毕业。

回国后在广东任职，1902年任广东武备学堂总教习，1904年任广东随营将弁学堂学

兵营指挥官，1907年任广东陆军小学堂总办，1909年任广东陆军速成学堂总办。1910年

任广东陆军测量学堂总办。1912年改为广东陆军测量学校，任校长。

1913年3月24日授予陆军少将，1913年12月任广东陆军测量局局长，1918年任西江

讲武堂总办，陈济棠主政广州时，曾任广州市警察局警察长。后寓居香港，1944年移居

贵州，在贵阳病逝。

唐宝锷(187卜1953)
族名宗鎏，字秀峰。祖籍唐家村(今珠海市)。1878年在上海出生，幼在沪延师就

读，1896年初，回乡考中秀才。同年4月被选派往日本留学，同行者共13人，为清廷官

费赴日的第一批留学生。1899年，被清廷任命为驻长崎领事。1901年，被调派到清廷驻

东京公使馆任职，因其日语极好，故每逢清廷官员访日，都由唐担任翻译。

1902年，被嘉纳延聘兼任弘文书院讲师。中国近代著名人物诸如黄兴、陈独秀、周

树人(鲁迅)等均曾在该校学习。

唐宝锷在公使馆任职期间，除公务与兼教职外，还在东京早稻田专门学校学习国际

法。1903年毕业后，复升入由专门学校升格而成立的早稻田大学，在政治经济部学习法



律。1905年毕业并取得学士学位，这是中国最早在日本取得学士学位的留学生。毕业后

即返回中国，1905年6月，参加清廷对留学生的第一次殿试考核，与金邦平等8人以优异

成绩获一等进士，赏翰林院检讨衔。同年，清廷为实行“预备立宪”，派五大臣出洋考

察政治。唐宝锷以参赞衔随镇国公载泽赴日本考察。载泽离开日本后，唐宝锷等9名参

随人员奉命留下。其间，曾写出多篇考察报告。1906年至辛亥革命爆发前，历任北洋司

法官养成学校监督(校长)、洋务局会办、陆军部首席参事官、川粤铁路督办等职。1911

年辛亥革命时，参加南北议和，任北方总代表唐绍仪的参赞(机要秘书)。在辛亥革命

后的北洋政府里，唐在仕途上并无进展，多任一些虚职，如国会众议院议员、大总统顾

问、归绥警务处处长等职。1925年国会解散后，退出政界。在天津购地置房定居，并在

天津、北京两地开办法律事务所，开始了长达20年的职业律师生涯。其间，曾担任全国

律师公会执行委员、会长，在法律界享有较高声望。曾与日本法学士大木干一律师合办

“中日法律联合事务所”，解决了中日间的一些法律事件。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木干一

于1939年返日，联合事务所停办。其旧居被日商强占开设橡胶厂。1953年病逝天津。著

有《东语正规》、《日本明治维新概要》等。

杨子毅(1878—1953)

原名绍柽，又名干周，字翊朝，东区起湾村人。1905年毕业于两广速成师范学堂，

旋回石岐办小学，并与郑彼岸、郑道实等人创办《香山旬报》。之后，考入两广方言学

堂德语班学习。1911年毕业后，被推举为中山县议会副议长。1912年获官费派往德国留

学，在布莱斯劳大学读经济系，并加入同盟会。1915年与留德同学绕道丹麦、荷兰，途

经爪哇上岸，在当地执教华侨子弟，兼营工商业。1918年返国，从事农产品贸易。1923

年后历任大本营财政部第一局局长、总务厅厅长、赋税局局长等职。1926年任中山大学

事务主任。1927年任番禺县县长。1928年任浙江省政府秘书。1929年任宁波市市长。1933

年任交通部秘书长。1935年2月至1937年9月任中山县县长，同时任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

会委员。在任期间，精简编制，裁局为科，减少冗员，禁烟禁赌，整顿治安，发展乡村

建设，组织编修县志，创建中山图书馆。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任国民参政会委员。

1947—1949年，闲居乡中，解放初期，被推选为广东省政协委员、省人大代表。1953年

病逝。

林君复(1879---1942)

大涌安堂村人。幼年在村塾就读。后到广州入读格致书院(岭南大学前身)，于光

绪年间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宏文书院、早稻田大学攻读。与孙中山相识，并追随革命。


